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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有制为主体”

不能动摇

现在，某些人总把公有制看作

是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障碍，他们

千方百计贬低公有制，想方设法削

弱和蚕食公有制，使国有资产大量

流失。有估计说，目前国有资产正以

每天一亿元以上的巨大数额在流

失，在被“化公为私”。一些干部和经

济学家以目前一批国有企业由于不

平等竞争等原因形成的经济效益不

高，亏损严重为由，就认为国有企业

是累赘和包袱，想尽量抛弃它们，急

于降低它们的比重。所谓让公有制

降至 50%以下的说法，就是以此为

背景的。这些同志不具体分析国有

企业亏损的复杂原因，不认真研究

对策，不在转换经营机制、创建现代

化的公有制企业制度上下真功夫，

实际上是把企业亏损简单地归结为

公有制本身不好，而把希望和兴奋

点集中在私有制企业身上。我们必

须看到，如果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

降至 50%以下，就会使我国整个经

济发生质变。不仅公有制的主体地

位将难以保住，而且经济的社会主

义性质，也会出现变化。如果在社会

总资产和社会总产值中，私有企业

占据一半以上，那就是说，社会剩余

劳动的大部分将被私人占有。在这

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说劳动人民已

从雇佣劳动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吗？

还能说中国已经消灭剥削制度了

吗？还谈得上什么消除两极分化，达

到共同富裕吗？而且，如果私有经济

拥有全社会总资本的一半以上的私

人资本，将势必在价值规律的自发

作用下发生分化和集中，因而势必

会产生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实力的

私营企业家集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

家能有什么样的行政和法律的规

范，足以制止一个剥削阶级的出现

呢？人民的政权还能保持在人民的

手里吗？显而易见，如果一个社会主

义国家允许其私有经济超过公有制

经济的实力，由此所产生的经济的、

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，是不堪设想

的。

（摘自《真理的追求》1994 年第

1期黎平石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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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法人财产权

对所有权、产权和法人财产权

如何界定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

在《明确企业改革方向建立现代企

业制度》一文中作了如下论述：

产权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

产权。它是指出资者对其注入资本

金的企业法人财产拥有的一种财产

权利。具体地说：

第一，产权是从所有权分离出

来的一种财产权，不是完整意义的

所有权。关于所有权，《民法通则》有

明确说法：“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

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、使用、

收益和处分的权利”。产权就是从所

有权中分离出一部分权能所形成的

一种财产权利。

第二，产权是出资者特有的 一

种财产权利。只有出资人才拥有。只

有投资行为才能产生产权关系。产

权的主体和所有权的主体一般是合

一的，但也可分离，产权的主体可以

由所有权的主体授权而获得法律地

位。在我国，国有资产所有权和产权

是可以分开的。产权主体指的是具

体的出资人。简单来说，国有企业的

财产所有权归国家，产权归国家授

权的机构，经营权属于企业。弄清了

产权，还要弄清什么是法人财产权。

这里讲的法人财产权特指企业法人

财产权。企业的出资者可以是一个，

也可以是多个，出资者要依法向企

业注入资本金。这部分财产本来是

属于出资者的，但以资本金的形式

注入企业后即与出资者的其他财产

区分开了。企业法人财产不仅是资

本金及其增殖形成的财产，还包括

企业在经营中通过负债形成的财

产，它们间的关系是：资产= 所有者

权益+负债。企业法人财产从归属

意义上讲是属于出资者，但这种关

系只有在企业终止时才能体现出

来，企业在行使法人财产权利的同

时，要以全部的法人财产承担民事

责任。企业还要依法维护出资者的

权益，保证企业财产的不断增值。这

种企业法人对法人财产拥有的独立

支配的权利就是企业的法人财产

权。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规定有利于

企业真正成为法人，有利于企业真

正做到“四自”，成为市场竞争的主

体。

（摘自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》

1993 年 12 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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